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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标志着我国成为当今全球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
而且标志着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方面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使我国的改革开
放和经济发展自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入世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们已经看到和将要看到的是，经济领域中的竞争会日趋激烈。
　　经济领域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有赖于教育，尤其是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的高等教育。
与严酷的现实相比，我们还缺乏一大批既熟悉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规则，又精通专业知
识，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
　　教育是当代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和
劳动者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
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
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21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确定了基本目标和方向。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保证。
　　教材质量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教育质量又直接关系到人才质量。
因而，教材质量与人才质量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教材质量在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在策划与组织编写这
套教材的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们希望奉献给广大教师、学生、读者的是一套经得起专家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经济与管理专业系
列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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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税收学是一门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的学科，因此教材的编写既要有详细的理论阐述，又要紧跟当
前税收实践的步伐。
理论方面，本书从基本概念的界定到整体框架的搭建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体系；实践方面，本书
含有大量的案例，以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者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不仅继承了传统教材中已经发展成熟、稳定的理论，而且引入了部分前沿
的学术问题，旨在既给学生奠定基础知识，又提出一些新问题以供思考和探索。
本书在每章的末尾都配有章末复习题，它以问题的形式给出本章的重点，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复习。
 本书是一本集众家之长、积丰富教学经验，且经得起多年教学改革实践检验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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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或经济交往开始增多。
对于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来说，虽然同一种商品在出口前和出口后会被两个国家政府征收关税和其他
交易税，但是由于受交易行为所在地的限制，任何一国政府都只能对发生在本国境内的交易行为征税
，不存在征税权利的交叉，不会引起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各国发展的不平
衡性。
这一时期国际的经济交往主要以商品贸易为主。
与此相适应的是，各国都建立了包括关税在内的以流转税为课税对象的商品课税制度。
对本国境内的商品流转额的课税，一般不涉及国际税收关系，但如果从深一层来分析，也会影响到国
际利益的分配。
在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关税成为许多国家进行“商战”的重要武器。
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和争夺世界市场，相互展开了关税战，纷纷建立“关税壁垒”和“非关税
壁垒”，缔结“关税同盟”。
所谓“关税壁垒”，是指一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较高的关税。
所谓“非关税壁垒”，是对除关税以外的各种限制进口的法律和政策措施的总称，如进口限额制，进
口配额制，许可证制，外汇管制，复杂烦琐的海关手续，过严的卫生、安全、质量检查标准，等等。
不论是“关税壁垒”还是“非关税壁垒”，其目的都是为了阻止或限制外国商品输入本国境内，保护
本国的经济利益。
工业发展先进的国家提出“贸易自由化”和“门户开放”的政策，而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则主张
保护本国的经济，并相应地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措施。
这种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争夺产生了贸易战和关税战，这种贸易战和
关税战引起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矛盾和冲突。
各国之间进行的关税战，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为了解决国际贸易中的这一尖锐矛盾，各国政府纷
纷订立双边或多边关税贸易协定，缔结“关税同盟”，对结盟国家实行关税优惠，逐步削减直至完全
取消关税，推行自由贸易。
国家之间的这类以协调关税和贸易为内容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涉及国家之间课税权益的分配，因而已
包含有国际税收关系的因素。
为了求得暂时的妥协，以改善国家间的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从17世纪前后开始，一些国家就通过协
商，订立了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借以减少这种人为的阻力。
19世纪以来，这种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发展得更加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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